
给这个巨大的瓷碗增色

镶嵌一圈亮丽的珐琅

这传统的技法又暗藏深机

沿着边界袁流水便改变了方向

野上拦尧西调尧中提升冶
水利智慧的角逐

在定势中突破格局

一座古城一点点绽开笑意

豁开的嘴口吐莲花向东海奔涌

脚下五彩的路适于漫步

眼中的风景亦抵达心灵深处

如果从空中俯瞰

便是一幅立体的彩卷

意境升腾追逐飞扬的飘带

竹山

现在袁面对五奎渊乌龟冤山
你是否会心如止水

可那坚船利炮就曾耀武扬威

在清朝的历史上写下

落后就要挨打的痛楚

迎上去的是民族的血肉之躯

中国的近代史上留着英雄的血泪

从1840到现在
多少遥远的时空跨越

民族之躯一寸寸坚挺

终于写成了刚正的山海魂

英雄曾横刀立马的山坡之上

硝烟幻成弥漫的阳光

今天袁我们走在这里
竹风松涛与美好生活相们伴

在远处袁威武的军舰静泊守卫

擂鼓山

披挂一条华丽的腰带

擂鼓山摆了摆婀娜的身段

引我们登高望远袁走进它的腹地

山道的拐弯外

几棵大树站成了巨大的背影

跋涉者是移动的小小风景

构成苍茫的还有远处的山海

耸立的松树下躺着无数的松果

它们落地时带着小小的思想

重重砸响了深秋的大地

小松鼠们未及思考

留给了一群捡拾诗意的人

在蒙蒙细雨里行走

秋色早已铺陈了无边的山林

此刻一个盛大的浆果正在催熟

一群瘦小的诗人

走进香火缭绕的寿山古庙

在三千年前古老的阴沉木里

窥见了鳌鱼观音的万千容光

东山

未登临它之前

你或许已经哼起了那首歌院
在那东山顶上袁升起白白的月亮
而此时袁晨光里的第一声鸟鸣
正穿透林间抵达我们的耳际

一路招呼你的袁除了山风海景
还有细长的瀑布在跌宕

泮池尧蜃池尧清远池尧芙蓉池噎噎
都有一个古典的名字

可以令你驻足沉静思远

许多的精灵居于水中

是莲叶菖蒲是水草是游动的鱼

你能回到人间的美好

和大自然一同呼吸吐纳

心中的块垒一点点消散

寒风依旧凛冽，小雨偶尔飘零。周末无事，

就同女儿去新城的梅园寻梅。

在梅园寻梅，觅兰踪。这个近四公顷的梅

园里竟有杏梅、绿萼梅、腊梅、朱砂梅和红梅

等十余种梅花。各色各样的梅花，竞相绽放，

千娇百媚，不争春，也不争艳，却在百花凋谢

之时，独然绽放。

寻梅而走，看梅枝含俏生香，看一枝枝开

满山雪，无数个小花儿就静静地开放。梅苑书

屋”“清客亭”“梅亭”“疏影桥”，各种梅花竞相

绽放昭示着冬天终将逝去，春天终会到来。阳

光穿透过梅枝，跃入眼帘，闪着耀眼的光芒。远

处一对情侣互相拍照，他们留下的不只是倩

影，更多的是对冬天的怀念和对春天的期许。

走在梅园里，梅花就在枝头等你来到，高

低错落的枝条上，随手一拍就是春天里最生

动的风景。那萦绕的梅香，就在你的身边，飘

然而来。那淡淡的梅香，缓缓而至，沁人心脾。

我在梅树下，嗅着这梅香，忽然间心中一跳，

似古人就在身边，受持折扇，

吟诵：“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

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有感于最近看的诗词大会，我和女儿在寻

梅路上玩起了飞花令，看谁记得的梅花诗词

最多，从王维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到唐寅的“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

天”，从陆游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

一放翁”到苏轼的“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

花正断魂”，从卢梅坡的“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并作十分春”到李清照的“睡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从李白的“寒雪梅中尽，春风

柳上归”到李商隐的“梅花大庾岭头发，柳絮

章台街里飞”，从苏轼“江南腊尽，早梅花开

后，分付新春与垂柳”到王安石的“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

和菊与陶渊明的关系相同，提起梅花，就

容易令人联想到林和清。林和清名逋，北宋

人，隐居杭州西湖的孤山。不娶妻，没有子女，

孑然一身，养着鹤，种了无数梅花，号称“梅

妻鹤子”，他有好几首咏梅的诗，为人所传诵：

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春风向小园。疏影横斜

水清浅，暗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

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

金樽。（《山园小梅》三首录一）陆游、范成大都

是南宋人，他们爱重梅花，自然无不受林逋的

影响，其中以陆游为最，《陆游诗全集》，全集

九千三百多首中竟有一千余首诗描写梅花，或

白描、或隐喻、或叙事、或抒情，为我们勾勒出

那个爱梅花到了如醉、如痴、如狂的陆放翁。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梅花的文

化早已经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里，那是融进了

骨子里的气质。

行走在梅园里，观梅，闻香，记梅诗，仿佛

穿越时空同古人一同欣赏梅花。梅开的声音，

仿佛萦绕在耳畔，身旁走过的汉服姑娘也仿佛

使一切有了古典的韵味，“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不惧风霜、不畏严寒、依然盛放的梅

花，成为了寒冷世界里一道最美丽的风景。在

这些唯美的梅花诗里，踏春寻梅，寻找这一缕

暗香，慢慢体会大自然的美。

原来定海的茶场，几乎都在高山的山顶上。

这与我平时对茶场的认知有点出入。我少

年时，也就读初中前后，参加生产队劳动。每

到冬天，农活比较空闲，队长就会布置上山开

辟茶场的任务。我老家的茶场在一个重重山

峰围绕的山窝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茶场

都是在半山腰的山窝里的。后来去杭州读大

学，发现西湖龙井茶区，也都在山窝里，就更

加深了这一印象。前几年去福建福鼎、浙西地

区等，发现除了山窝茶园，有许多茶树还种植

在平地的农田里。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山顶

上的茶园。

但是，今天在定海看到的两处茶园，都在

山顶。

金山茶场所在的这座山，虽然我以前多

次去过，但都是到了山麓就返回；或者走在

半山腰后，再一个右转弯，就去了白泉那边。

这时才发现山顶里竟然还藏着掖着一个大

茶园呢。

茶园如盖，葱茏山梁。行走在茶园之中，

第一感觉是山风猛烈，第二感觉是阳光普照。

这种无遮无拦，与我印象中的藏于山窝、罡风

不侵、阳光半照，还时时云雾笼罩的茶园，有

根本性的区别。无独有偶，我们第二站去的五

雷山茶园，也在五雷山的一个山顶上，也是海

风猛烈，阳光猛烈，无遮无拦。

记得陆羽《茶经》曾经有专章论述茶叶生

长的地质环境，说最上品的茶园土质是“生烂

石”，其次是“栎壤”。专家们告诉我们，定海山

茶园的土壤分布具有岛屿的特殊性，山地土壤

以坡积、洪积为主，土层呈泥沙、砾石混杂，以

砂壤及红黄壤为主，正是《茶经》里所说的最

适宜茶树生长的土质。

茶园海拔高度与茶的品质有直接关系。高

山茶与海岛茶，肯定是不一样的。而定海茶，

我觉得既是一种海岛茶，同时也是海岛中的高

山茶。金山茶园和五雷山茶园都处在舟山本

岛的高山之顶。如此说来，是不是意味着这定

海山的茶，同时具有海岛茶和高山茶的双重品

质呢？

说起海岛茶，雷州半岛上曲界镇的“海洋

茶”名闻遐迩。早在 1992年，就经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推选，参加当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

世界环境保护与发展会议展出，赢得一片赞

叹，被誉为“上等的饮料”。此后获得的国家

级、省级荣誉更是多多。

但是曲界镇常年云雾缭绕，这种“海洋茶”

更多的偏向于“高山云雾茶”。但是定海山的山

顶茶，虽然偶尔也有海雾盘旋，但大多阳光朗

照。我是茶道门外汉，但定海山的茶，给我强烈

的印象是，处于海岛高山的它们，都是磊落坦

荡，披风受照，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阳光茶。

是的，阳光茶！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很

满意。因为阳光茶这个名称，可以包涵多方面的

意义：既可以指它们位于海岛高山的山顶，接受

风吹和日晒的时间最长，最经得起考验。又同时

可以指它们周围无遮无拦，坦坦荡荡。

阳光茶坦荡磊落，具有君子之风。五雷山

茶园的茶树，属于立体栽培。也就是说，让茶

树从茶苗开始就自由生长，不加任何修剪。这

不正是君子之风吗？

定海山的茶，主要为鸠坑群体种。鸠坑茶

具有外形美、色泽美、香味美和滋味美的“四

美”特质，完全符合高品质芽茶的品质要求。

我想，这不也正是一个君子内秀外美品质的

象征吗？

坐在五雷山山顶茶园的阳光房里饮茶。茶

来自于自由生长的自然茶，水来自于山岩渗透

的自然水，光来自于万里长空的太阳光，风来

自于八面汇聚的自然风，一切都是自由自在

的，君子卓尔不群，幽兰遗世而独立。

阳光茶还彰显出真正的“茶”字的本质

天意。“草木之间方为人”！这个“茶”字的构

造，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博大深厚的哲学：真

正的人，就应该生活于草木自然之中，大地

提供深厚，草木滋育清香，这就是“茶”啊。而

定海山的茶，根植于海岛的高山，滋育于海

岛的阳光海风。海岛本是世外，何况又处于

高山，所以这定海山的高山阳光君子茶，就

具有特殊的清韵味。我把它称之为“草木人”

的清韵。

这种“草木人”清韵，本质上源于宋韵文化

的传承。宋韵追求的是一种清丽、飘逸和与山

水自然的共融。它既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形态，

也是一种审美的意境，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的哲

学。小小一杯定海山的阳光茶，由于它的海岛

高山位置和自然生长的形态，无论是其外在的

美，还是其内在的韵，都是可以让我们慢慢品

味的。

这真是一种沁人心扉的清韵之味啊。

大鹏岛的古民居在舟山有一定的名气，慕

名而来的人不少。我每次到岳父家，都会利用

空闲时间到大鹏岛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这儿

的人文和民居。

据说这儿的民居得益于当年的船商。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闹过荒，如果

从大陆运粮食到闹荒的地方，利润很高，但风

险也很大，属于刀尖上挣钱的营生。以前的渔

民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在高利

润的诱惑下，他们中的有些便将生死置之度

外，这样一来一去赚了不少钱，因此不少成为

了船商，发了迹。以前的人赚了钱就是置业，

大鹏山岛这么多的民居，基本上就是那个时

候建成的，石板明堂和楼板房就是当时富裕的

象征。

每次去大鹏岛，上岸后我们都是往西走，

这儿是建筑的“博物馆”，有刘家大宅、徐家大

宅、杨家大宅、金家大宅等。其中杨家大宅的

门楼雕刻最为精美，门框镂石、门楣雕画，门

上写着“关西旧风”四个大字，门前则是一个

小池，白鹅游弋。而规模最大的要数上过中央

电视台节目的许家了，占地十亩，有三进大

院，朝南是重檐楼房，两侧是歇山顶配房，虽

然有些破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气势。除此，

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三合院、四合院、木阁

楼、雕花门窗、灰顶白墙、廊柱、门额……这些

都成为大鹏岛的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参观游览。

而往东走就显得有些荒芜，首先见到的是

一个古码头，石块路面从海里延伸上来，整齐

有序，中间有一段石板经历了多次台风的袭

击，有些缺失，显得有些破落。再往前，便是一

片滩涂了，滩涂上有成片的芦苇，在风中摇

曳，在阳光下泛着特殊的光泽，滩涂上渔民正

踩着弹涂船到滩涂的深处，收获被潮水带来、

网在网上的鱼、蟹，或是捡拾泥螺等海产品。

如果你有兴趣且不怕弄得满身是泥，也可以踩

着弹涂船与渔民一道，去捡泥螺、捉蟹。

泥涂正对着大桥，日出时分，站在滩涂上

看着太阳从西堠门大桥处冉冉升起，那美丽的

大桥，艳丽的太阳，映在大海上，还可以让你

体味一番别样的海上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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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园寻梅
阴陈斌

大鹏岛游记
□薛晓波

定海山上“阳光茶”
□水东流东海云廊

（外三首）
□姚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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